
据南昌大学第一附

属医院消化内科急性胰

腺 炎 数 据 库 分 析，SAP

占 AP 的 18.36%。 胆 道

疾病是 AP 的主要病因，

占 60% 以上。南昌大学

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

吕农华教授介绍，内镜

治疗创伤小、起效快、

疗效肯定、并发症少，

是去除病因的首选。需

及时检查肝功能及影像

学确定病因。据吕教授

团队经验，化脓性胆管

炎或严重胆道梗阻，在

24 h 内完成内镜治疗；

无上述并发症的胆源性

SAP争取在48~72 h完成。

吕教授表示，ERCP

术 后 并 发 症 需 引 起 重

视。临床实践中需注意

全面评估病情，掌握治

疗时机，做好家属谈话

与沟通；急诊 ERCP 时

应尽量简化操作，保证

胰胆管引流通畅。EUS

和 MRCP 为非侵入性成

像技术，可减少诊断性

ERCP 和相关并发症。

既往研究已证明胰管支

架可预防 ERCP 术后胰

腺炎，并被指南推荐用

于高危患者。然吕教授

团 队 一 项 RCT 研 究 显

示，预防性胰腺支架并

不改善患者预后。

首都医科大学宣武

医院普通外科李非教授

介绍，百余年以来，开

腹手术一直是坏死清创

术的主要方式。随着对

AP 认 知 的 提 高，1997

年，Mier 证实延期开腹

降低死亡率，建立“3D

原则”，即延期、引流、

清创。然而这样的微创

治 疗 仍 面 临 困 惑 和 矛

盾，包括抗菌药对预防

SAP 感染无效，延迟手

术与难以控制的感染，

手术时机与多器官功能

障碍，以及死亡率、并

发症高。

SAP 有两个死亡高

峰： 一 是 AP 早 期 治 疗

的高死亡率；二是后期

局 部 感 染 性 并 发 症 的

处理依然棘手。为此，

微创处理被推上历史舞

台。研究显示，经皮置

管 引 流（PCD） 可 使

部分胰腺感染性积液的

患 者 获 益。1998 年，

Freeny 等首次报道 PCD

替代开腹手术，用于胰

腺感染性坏死的初始治

疗。74% 的患者可控制

脓毒症，47% 的患者不

需要手术，无穿刺所致

并发症。

微创手术方式多样，

按手术器械可分为穿刺

置管、小切口手术、肾

镜、腹腔镜、软式内镜；

按手术入路分为经腹腔、

经腹膜后、经自然腔道。

李教授表示，微创治疗

感染性胰腺坏死符合外

科发展新理念，即微创、

损伤控制、快速康复外

科、保护器官功能，期

待更多Ⅰ级证据及个体

化策略。

 （下转第 17 版）

主题报告 热点视角 

重症急性胰腺炎专栏
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

� 2016年12月1日
16

本版责编：裘佳
美编：张雨萌

电话：010-58302828-6858
E-mail：qiujia530448356@126.com

主办单位：

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胰

腺病专业委员会急性胰

腺炎学组

编委会组成人员

名誉主编：

黎介寿  赵玉沛

顾问：

张圣道   李兆申  苗   毅

王春友　管向东  袁耀宗   

严律南    张太平

主编：

李维勤   李   非  孙   备  

吕农华   耿小平  杜奕奇  

毛恩强   邹晓平   祝   荫  

黄鹤光    郝建宇  郭树彬  

周飞虎   蔡守旺   余   枭  

胡国勇   黄永辉  金晓东

李  汛   赵    刚  朱建华

隆    云   冯全新  周蒙滔

童智慧   许建明  陈汝福

刘    昌   王雪峰  吕  瑛

夏   庆　张    泓

执行编委：

张   匀   郭   丰   车在前

柯   路   何文华   孙   昀

唐文富   王   刚   曾彦博

刘志勇   汤青青   王   铮

吴文广   路国涛

重症急性胰腺
专栏编委会

第五届全国重症急性胰腺炎多学科研讨会召开

重症胰腺炎诊治需冲破学科壁垒
▲  本报记者  裘佳

急 性 胰 腺 炎（AP） 是

多种病因引起的胰酶激活导

致胰腺局部炎症，产生大量

炎症介质，继发全身过度炎

症反应和器官功能损害的疾

病。在世界范围内 AP 是最

常见的需紧急收治入院的消

化系统疾病之一，年发病率

每 10 万人口 13~45 例。近年

来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

饮食结构的改变，AP 的发病

率也大幅升高。AP 中约 20%

系重症急性胰腺炎（SAP）。

SAP 发病急、并发症多、病

情凶险、病死率高，长期以

来一直是医学界的一个难题。

目 前， 关 于 SAP 的 疾

病机制尚未明确；定义、分

类上仍未实现规范化；且

SAP的诊治涉及消化、内镜、

外科、ICU、影像等多个学

科，亟需冲破学科壁垒，加

强多学科交流与合作，提高

SAP 诊治水平。为此，在赵

玉沛院士和张太平教授的指

导和帮助下，中国研究型医

院学会胰腺病专业委员会急

性胰腺炎学组在《医师报》

特开辟“重症急性胰腺炎专

栏”，传递学术前沿、展示

百家观点、促进规范化培训，

搭建更好的学科交流平台，

以期在分享、交流、思维碰

撞中产生更多的创新火花，

提高我国SAP的诊治水平。

11 月 25~27 日， 第 五

届全国重症急性胰腺炎多学

科研讨会暨急性胰腺炎国家

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在南京举

行。该研讨会自开办以来一

直以“多学科、合作、创新”

为中心。本次研讨会与时俱

进，介绍了 SAP 不断出现

的最新治疗手段；并就目前

争议热点，如患者何时外科

干预、何时开展肠内营养、

如何保护器官功能等，展开

了热烈的讨论；更关注患者

远期预后，如重症急性胰腺

炎引发的糖尿病等；关注诊

疗规范、青年医生发展、科

研创新。

本期“重症胰腺炎专

栏”将展示该会议上的精彩

报告，共享学术盛宴。

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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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症胰腺炎
临床实践热点问题思考

急性胰腺炎亚特兰大标

准的新修订，以及国际胰腺

病联盟（IPA）和美国胰腺

病联盟（APA）联合指南的

发布，提炼了许多共识。然

而，当前临床实践中出现的

新趋势，对以往的观念和实

践形成巨大的冲击，是当前

临床医生热议的焦点问题。

20 年 来，AP 营 养 管 理

悄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重

症胰腺炎早期肠内营养是共

识 ，而新证据和指南建议，

经胃或空肠均可实施肠内营

养，引发临床医生“胰酶激

活”的担忧。大会主席、南

京总医院李维勤教授从全球

20 多年的实践变化、治疗体

系变迁及 AP 发病机理研究 3

方面，阐明了为何胰酶激活

担心在下降，并提出选择经

胃或空肠主要依据肠内营养

耐受性，而非胰酶激活。

胰腺坏死感染的外科干

预方式近年来也发生了深刻

的变化。临床上出现经皮穿

刺引流，经内镜坏死组织清

除术，经腹腔镜、肾镜坏死

清除等“十八般武艺”，也

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。许多

医生试图用微创介入完全替

代开腹手术，但往往丧失时

机。南京总医院胰腺炎中心

的临床数据提示，微创是大

势所趋 ，但无法完全替代开

腹手术，外科干预应有最佳

的组合和流程，亟待研究。

由 胰 腺 损 伤、 破 坏、

神经支配丧失或胰腺切除造

成的葡萄糖耐量异常和继发

性糖尿病称为胰源性糖尿病

（PD）。近年来逐步被重视，

目前已将 PD 独立分型为 3c

型糖尿病而区别于 1、2 型糖

尿病。

李教授结合当前文献，

报告了南京总医院的随访数

据。AP 后 PD 的发生率高达

59.3%；同时，相比未感染患

者，胰腺坏死感染的患者 PD

发生率更高，微创干预比开

腹手术的患者 PD 发生率低。

结果提示，应加强出院患者

的健康管理和随访，关注 AP

患者的远期并发症，研究 PD

的发生机理，并探索如何减

少新发糖尿病。 

经胃肠营养选择依据肠内营养耐受性而非胰酶激活 

胰腺坏死感染：微创介入尚无法完全替代开腹手术 

关注急性胰腺炎后新发糖尿病

胆源性胰腺炎去除病因首选内镜治疗

微创治疗感染性胰腺坏死
符合外科发展新理念

吕农华 教授

大会主席  李维勤 教授

李非 教授


